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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找一个东

北乃至中国工业砥砺

前行的浓缩样本，恐

怕没有哪儿比沈阳铁

西更合适了。“东方鲁

尔”的赞誉响彻全国，

铝饭盒、蓝制服、大机

器、高耸林立的大烟

囱，工业精神连同工

业记忆已融入血脉牢

牢地刻在了新铁西人

的生命里。作为新一

代铁西人，我有幸成

为中国工业博物馆的

讲解员，和观众一同

走入火红的年代，感

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的精神力量，回溯历

史并且展望未来。

这里承载了我父

辈 母 辈 的 青 春 与 热

血，见证了共和国工

业 发 展 的 辉 煌 与 荣

耀，留给城市的是深

深的工业情结和独特

的工业文化。我记得

一 位 老 劳 模 发 出 感

慨：工业遗产展示、传

承的爱国情怀、劳模

精神和科普理念，不

仅 具 有 社 会 教 育 价

值，也是发展工业走

向全面振兴的重要精

神支柱。

新 中 国 成 立 伊

始，百废待兴。党始

终把发展生产和改善

人民生活作为第一要

务，从第一个“五年计

划”开始，聚全国之力

重点建设辽宁等工业

基地。在一穷二白的

基础上，辽宁的产业

工 人 发 挥 主 人 翁 精

神，自力更生攻坚克

难。他们很快创造出

无数个“中国第一”，

为新中国建立独立的

现代工业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接待过几位从西安赶来

的沈鼓老职工，他们停在某一张

照片或某一件文物前，常常泪光

闪闪。细问才知道，他们是当年包

建陕西鼓风机厂的沈鼓人，他们

向我讲述了支援“三线”建设的点

点滴滴。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

月，也是一段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的岁月。

精神需要传承，力量需要被传

递。今天，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可能

不大理解“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

里搬”这种觉悟和情怀。如今，就在

中国工业博物馆不远，智能化汽车

工厂显现出新时代工业的蓬勃生命

力，老工业基地改革创新如凤凰涅

槃、浴火重生，工业制造被注入新血

液，增添了新活力。技术先进了，

工业精神、工匠精神不能缺位。

我给当代大学生讲解时，他们

也被老一代产业工人坚韧拼

搏的精神深深感动。

我希望可以尽一己之

力，在讲解中传播信念

与力量。

火红的年代 火红的记忆
本报记者 孙潜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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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霍洁沈阳霍洁：：中国工业博物馆中国工业博物馆

建立是中国工业的骄傲建立是中国工业的骄傲，，从中国从中国

工业发展史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发展史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发展成就发展成就一览无余一览无余，，给参观者留给参观者留

下深刻印象下深刻印象。。

青岛青岛邢弘邢弘：：装备中国从这里装备中国从这里

开始开始，，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动

员学习基地员学习基地。。馆里老铁西的故馆里老铁西的故

事事，，对老人是一份难忘的回忆对老人是一份难忘的回忆，，

对下一代是工业文明的传承对下一代是工业文明的传承，，不不

要忘记新中国工业崛起的艰辛要忘记新中国工业崛起的艰辛。。

北京北京赵欣娜赵欣娜：：在这里参观就在这里参观就

像穿越时空像穿越时空，，重新回到激情燃烧重新回到激情燃烧

的岁月的岁月。。这里珍藏无数个中国之这里珍藏无数个中国之

最最，，中国工人艰苦奋斗创业的精中国工人艰苦奋斗创业的精

神神，，让今天的我们动容让今天的我们动容。。

上海游客杨春上海游客杨春：：总有些时候总有些时候

会被莫名地感动会被莫名地感动，，在这里我看见在这里我看见

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历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历

程程，，这里不仅使我获得了丰富的这里不仅使我获得了丰富的

知识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份灵魂深处更重要的是一份灵魂深处

的契合的契合。。

长春游客王超长春游客王超：：中国工业飞中国工业飞

速发展速发展，，与党的正确领导与党的正确领导，，与祖与祖

国的强大密不可分国的强大密不可分，，祝祖国越来祝祖国越来

越好越好，，明日更加辉煌明日更加辉煌！！

图图①① 毛泽东同志批示的毛泽东同志批示的““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给鞍钢工人极大鼓舞给鞍钢工人极大鼓舞。。

图图②② 辽宁制造再展新担当辽宁制造再展新担当，，这是民用飞机的生产现场这是民用飞机的生产现场。。

图图③③ 鞍钢集团博物馆外景一角鞍钢集团博物馆外景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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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的故事

整个鞍钢集团博物馆其实围着一个核心

转——老 1号高炉，它重约 2000吨，71米高，身

躯庞大到 4 层楼高的博物馆都装不下，硬生生

探出头去。

“这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镇馆之宝’，它

见证了鞍钢的百年足迹。”野贵文是老1号高炉

的最后一任炉长。他说，新中国的钢铁工业从

这里开始，仅这座老高炉就累计为新中国生产

生铁1600万吨，是名副其实的“功勋炉”。“鞍钢

不仅是钢铁的大熔炉，也是面向全国锻造、输

送数十万人才的大熔炉。”

“来这里不能不看‘鞍钢宪法’。”鞍钢集团

党史专家钟翔飞说，1960 年 3 月，毛泽东主席

在批示中确定了鞍钢“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社

会主义企业管理的重要原则，其中明确“加强

党的领导，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大搞技术革新

和技术革命”，“鞍钢宪法”由此诞生，其管理经

验在全国推广。进入新时期，鞍钢赋予“鞍钢

宪法”新的时代内涵，把“两参一改三结合”体

现在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和企业民主管理上，体

现在把管理者的决策能力、专家的科学知识、

职工群众的智慧创造融为一体，充分发扬团队

协作精神上。

“这是邓小平同志视察时戴的安全帽。”

鞍钢集团博物馆解说员张巍介绍，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

计师邓小平视察鞍钢，指出鞍钢要引进先进技

术和设备，按照经济规律进行管理……为鞍钢

指明了改革发展方向。

如今的鞍钢，再度坚实地挺起钢铁脊梁，

从青藏铁路到三峡工程，从西气东输到海洋钻

井平台，从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国家重点

建设工程处处有鞍钢超强钢材的负重担当。

“不老的鞍钢，不断续写钢的故事。”鞍钢集团

党委副书记栗宝卿说。

厂的故事

时间仿佛定在了上世纪中叶。

高高的举架，斑驳的砖墙，阳光从几十米

高处的小窗钻进来，一缕一缕地洒在地上，参

观者置身那些古铜色的铸造设备之中，仿佛走

进了油画。

“这样不吝空间的厂子存世已经不多了，

如 今 再 现 代 化 的 工 厂 也 没 有 以 前 那 般‘ 阔

气’。”沈阳市铁西宣传部的丛林说。被完整保

存的沈阳铸造厂车间，现在是有名的国家工业

文化遗址，是人气颇旺的中国工业博物馆的组

成部分，有很多“老迷妹”在此拍照留念。

“我姥爷姥姥腿脚还行的时候，常常来这

里转悠，这是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小丛一

路指点着，走到一处操作台说，“这就是他们一

起吃自带盒饭的地方。”老两口每每在此触景

生情。

退休老工人张素芳介绍，从1950年到六七

十年代支援“三线”，铁西以“好人、好马、好设

备”向全国各地援建了众多企业，遍布 29 个省

区市。先后有 2.3万多名铁西区工人奔向祖国

西部，有 48 家企业支援了国内 526 家企业建

设，其中 3 家企业进行了全厂搬迁，23 家企业

包建新厂，29 家企业车间整体划拨。他们以

“共和国工业长子”的情怀，与所有“三线人”共

同铸就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的“三线精神”。

楼的故事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这是上世纪 50 年代工人梦里的“小康生

活”，这个梦想最先照入现实的，就在沈阳铁

西区。

生产为了什么？造福工人群众。1952年9

月，毛泽东主席作出指示：“在提高生产的基础

上改善工人生活。”党和政府投资 1200 万元开

始在铁西建设工人村。这是新中国建设最早、

规模最大的工人住宅楼群。占地上百公顷，首

批 79栋（后来发展到 1500多栋）苏式建筑连片

围合的铁西工人村，是工人眼中首屈一指的

“全国第一村”，煤水电暖一应俱全，最初只有

高工、专家和劳模才能光荣入住。作为中国工

人生活的样板，工人村曾接待过60多个国家的

外宾参观访问，其中不乏外国首脑。

工人子弟许斌从小就住在这里，他回忆自

己的童年时光：“工人村里啥都有，邮局、合作

社、卫生所、幼儿园、学校……你能想到的这里

都有。那时我们经常挨家串门，一家烧菜满楼

飘香。”

领导也住工人村。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叶

选平曾任沈阳第一机床厂副厂长，当时就住在

工人村 61 栋 2-2-9 号。时任厂专家办主任的

陆德仁和叶选平是老同事、老邻居。“我住一

楼，他（叶选平）住二楼，经常看见他骑着自行

车早出晚归。”陆德仁回忆，叶选平为人热情、

朴素，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前苏联学习

时带回来的一辆小轿车也交给厂里集中使

用。陆德仁很怀念那段热诚向上、简单美好的

日子，他说不管什么时代，党的好作风都不

能丢。

半个世纪过去，工人村和铁西的工厂一样

不可避免地老去。楼体破旧，管网老化，暖气

不能加压，电表时常跳闸。物是人非，住在工

人村也已不再是“骄傲”的代名词。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企业破产倒闭，铁西

工人几乎成建制地下岗失业，工人村里满是闲

人，被居民自嘲为第一“度假村”。许斌一家老

少三辈 6 口人住在工人村筒子楼 13 平方米的

小房内，只能床上叠床，拉帘就算隔断。

“也是在铁西区，党中央、国务院最早擂响

了东北振兴的战鼓。”铁西区委书记刘克武说，

2002 年，铁西老工业区调整改造总体方案出

台；2007年，国家授予“铁西老工业基地调整改

造暨装备制造业发展示范区”称号；2015 年以

来，位于铁西的中德园成为国务院批复的全国

第一个以中德高端装备合作为主题的战略性

平 台 ，铁 西 迈 入 全 国 城 区 综 合 竞 争 力 百

强区。

振兴不忘回报工人阶级，有钱就向民生

投。铁西在辽宁率先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保障

体系，率先完成了 150 万平方米的老工业棚户

区改造。老工人村迎来了大规模动迁改造，总

投资 9 亿元的工人新村，安置居民 7000 余户。

退休职工尹中福没额外掏钱就住上了南北通

透的三室一厅大房子。他感慨地说，新小区景

观绿化带比周边的商品房小区还大还漂亮，日

子真是越过越美。


